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汉字趣话

1、课程介绍

《汉字趣话》内容包括文字的起源、古今文字的发展变化、古籍写作时的用字

现象、特殊的修辞与避讳文化等，是面向社会和高校开设的语言文化类人文素质

课，具有通俗性、历史性和艺术性的特点。本课程通过对汉字的多维解读，使学

生对汉字知识有较为完整地了解，对汉字文化以及汉语的正确使用有新的认识，

培养学生提高汉语素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有关文字、

语法、词汇、修辞以及相关文化问题的分析能力，进而提高阅读与鉴赏古代作品

的能力和以及语言应用能力。

2、课程亮点、特色、创新

本课程对教学内容做了如下改革：

一，借鉴章回体小说模式，将内容设为字形篇、造字篇、词汇篇、用字篇、

修辞与语法篇、文化篇六章，所属小节模仿章回体小说标题概括内容，如“抓狂

的秦始皇与雅美的小篆”与“奇怪的囚徒与蜕变的隶书”。

二，打破汉字学与考古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文化学甚至科学的界限，

如用利簋等大量文物、《兰亭集序》等大量艺术作品解读文字，用化学元素氕、



氘、氚讲解汉字造字之神奇，用汉字起源知识批驳汉字外来说谬论，培养学生爱

国情怀。

三，打破古今界限，古文字联系现代汉语甚至网络语言讲解。如合音词和武

则天造字内容，分析了网络语言类似现象。

四，体现汉字研究最新的成果。如不少专著认为石鼓文最早发现于陕西凤翔，

课程采纳了出现于陕西陈仓的最新说法。



对教学方法做了如下改革：

一，视频教学突出 “趣”字

（一）所有知识点用相关趣味故事解读

将枯燥的知识融入历史、考古、文学、影视、书画等方面160多个故事中，如

用张敞画眉讲解形声字“媚”声旁“眉”兼表义，用《后汉书》中吕布与刘备对

话讲解合音词。

（二）所有章节内容讲解采用说书模式

每节内容用故事导入，激发学生兴趣。最后或用故事结尾，或总结知识点后

提出新问题，告知学生“欲知答案为何，请听下回分解”。如古今异义章节用“汤

饼试何郎”故事导入，用《登徒子好色赋》故事提问结尾。金文章节用金庸小说

中的赵敏比喻战国文字，激发好奇心，顺势导入下节战国文字。



（三）精选图片，精心制作图片的幽默旁白

根据知识点和情节需要以及图片中人物特点，给图片加入幽默旁白，使图片

本身具有趣味性和故事性。





（四）语言表达的幽默化

如讲王羲之很自信，表述为“魏晋人是很狂的，你说我好，我就好，懒得谦

虚”。



（五）导入和结尾的教学内容，全部使用专业配音，使故事更具趣味性，枯燥知

识的叙述更具感染力。

二，教学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建设了丰富有趣的网络资源库（包括flash动图2500+，视频1200+，音频1551

个，数据库6个，习题2731道，试卷240套）。这些资源种类繁多，层次丰富，适

合各个层次的学习者。有通俗性资源，如《殷墟甲骨文故事》，讲述了甲骨文的

发现、甲骨片历经磨难仍被保留在国内的故事，《字从遇见你》《汉字说故事》以

及有趣论著，形象地解构出汉字背后的基因密码和历史文化典故，满足了普



通大众的需求，解决难学难懂问题。有专业性资源，如《中国文字发展史》《史

说汉字》《说文解字部首解读》《汉字思维》以及科研论文，讲述了文字的起源、

发展、性质、体系以及造字的理据，满足了专业学习者的理论需求；《汉字演变

一百例》形象展示了汉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发展过程，提供了知识储备；六大数

据库解决了汉字难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提供了实用性资源，如书法视频、

《学汉字》、Flash动画，讲解了汉字的笔顺、结构、特点以及运笔方法，解决了

难写问题。通俗性资源趣味性很强，有“人物演汉字故事”的资源，如现实人物

演汉字的《汉字宫》，卡通人物演汉字的《趣聊甲骨文》；有“汉字演人物故事”

的资源，如甲骨文演历史故事，甲骨文演生活故事，甲骨文演影视剧，甲骨文演

音乐，甲骨文演成语，甲骨文演绎人生；有“汉字演动植物故事”资源，如《三

十六象形字》；有“汉字演物品故事”资源，如甲骨文动画中弓、鼎、刀；欢乐

的甲骨文中的车、鼎）。有用甲骨文制作表情包，用甲骨文制作网络用语。这些

资源适应网络时代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把古文字打造成会卖

萌、跳舞的人或物，借助样式多变的特效设计魔性爆发，将枯燥的知识形象化，

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满足了学习者的好奇心理和代入心理，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热

情。通俗性资源有高屋建瓴、庄重严肃的《汉字五千年》，向世界展示了悠久博

大的汉字文化，不仅可以提高汉语在西方的话语权，又可以唤醒中国人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文化自信；也有剖析入微、温情脉脉的《汉字里的中

国人》，挖掘了汉字里中国人的美好情感，传递了正确、健康的传统价值观。有

中文版资源，有英语版资源，满足了国内外学习者要求，克服了国外学习者的畏

难情绪，使汉字的学习和传播变得更容易。







3、课程教学团队

向熹教授从事古汉语教学60多年，为本科教学编写了《古代汉语高级教程》

《古代汉语知识词典》《简明古汉语字典》，为研究生教学撰写《简明汉语史》

《诗经词典》。《简明汉语史》1995年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诗经词典》1988年获第二届“王力语言学奖”三等奖。



负责人彭再新和甘斐哲、张国良一直从事《古代汉语》《文字学》教学。彭

再新获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称号，2021年，被评为“智慧树共

享课程教学名师”。2016年1月由于教学方法独特，布置用三种古文字写情书作

业，被一百多家媒体报道，反响很大。张国良2016年获得湖南工商大学“我最喜

爱的老师”称号，2020年获湖南省高校课堂教学比赛三等奖。





课程成员积极参与线上一流课程建设，彭再新主持的《汉字趣话》2023年被

评为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张国良参与的《中国文化概论》评为2019年湖南省线

上一流课程，甘斐哲主持的《走近语言学》评为2022年湖南省线上一流课程。



课程成员主持教研课题3项，编写教材1部，发表教研论文3篇。课题组成员

作为第一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参加省大学生写作竞赛，获一等奖5项，二等奖和

三等奖16项；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课题申报，获国家级项目5项，省级项目

13项。

3、课程建设情况

本课程在原有线下课程《古代汉语》和《文字学》课程建设十余年的基础

上，适应数字时代的教学需求，依托南华大学精品开放课程《古代汉语》和《文

字学》建设项目等多项教改项目，基于快乐教育理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资源三个方面集成课程群的精华教学资源，于 2017 年 6 月开始筹备、



设计、建设，课程于 2019 年正式在“学银在线“和“智慧树”平台公开上线，

截止目前已顺利运行 4 年 8 学期，共计 1 万 6 千名学生参加线上学习。

5、课程评价（教学效果）

本课程同时获得了本校和其他院校同行和学生好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

研究所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音韵学会常务理事刘晓南评价 ：

“本课程注重将文字理论知识与具体故事相结合，契合学生认知特点与学习风

格，以形象有趣的故事为载体……学术性与趣味性并存，理论性和实用性兼有，

适应新文科建设需求。”湖南师大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

事郑贤章评价“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促进大学生对汉字文化以及汉语的正确使

用有新的认识，提高对有关文字、语法、词汇、修辞以及相关文化问题的分析能

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是一门值得

推广的优秀慕课。”学生评价“把原本很枯燥难学的文字学变得生动形象起来，

让我们能够很快的消化。课程内容非常充实，有讲甲骨文、金文、小篆，还有《说

文解字》里面的内容…”; “彭老师的文字学将趣味性和启发性结合在一起，使

得课堂生动有趣，让有些枯燥的古文字顿时生动有趣，收获到很多”。



6、课程链接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10557/193934/20#c

ourseDesign


